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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余英時〈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〉 
一文中「情」之論述及其商榷談 

玄論與魏晉士風的合理關涉 

吳冠宏* 

提  要 

余英時〈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〉一文向來廣為學界所援引，是當

代魏晉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典範；然文中涉及魏晉有關「情」的論述部分，研

究者認為仍有商榷斟酌的必要，因此從中揭示出「王弼之聖人有情論與魏晉

尚情士風的關涉」及「郭象注莊之俗內與方外的衝突是魏晉『任情不羈』之

士風的哲學基礎」兩個面向，並一一予以檢討，發現余氏未能有效地釐清「聖

人論」與「我輩說」的區隔，遂造成論「情」文獻判讀上的滑失，推究其因

當在余氏尚未於「情」論之玄學義涵上立穩腳跟，便轉進社會層面去發揮，

故不免有附會及簡化玄論之失。 

本文又進一步以體現郭象自生獨化之玄理的「無情說」取代王弼「聖人

有情說」與郭象「稱情而直往」的聖人說，試圖為情論與魏晉士風建構一新

的連結關係。透過對余文的商榷，玄論與魏晉士風在「情」這一條路上先行

分手又再度言合的歷程，也正是研究者面對「科際整合」與「專業取向」兩

端學術向度之對話下的反省與實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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